
聚焦扩大就业，坚定不移推进产业援疆
一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以济南招商服务站为

载体，开展多元化、常态化招商，组织3次大型招
商引资活动，28次区域性招商活动，实现签约项目
112个，过亿元项目6个，千万元以上项目51个。二
是突出农业科技援疆。组建山东农科院喀什工作
站，派驻农业科技专家援助喀什。开设“山东农业
科技大讲堂”，邀请20批次专家来喀开展培训5000
人次。三是首创实施“大仓东移”工程。建立健全
“基地+大仓+专卖店+超市”新疆农产品销售体
系，在济南、济宁等地设立3万多立方米的保鲜仓
库，开设9家“喀什好味道”品牌旗舰店和30余家
加盟店，喀什农产品销售量近1 . 8万吨。四是创新
“互联网+”金融援疆。促成日照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上线灰枣、核桃等喀什特色农产品品种，争取郑
州商品交易所在山东援疆企业设立红枣期货交割
库。

聚焦增强实效，坚定不移推进干部人才援疆
一是加大干部人才选派力度。精准选派援疆

干部人才277人，创新设立喀什“柔性人才工作
站”，累计选派教育、医疗、农业、公安等领域
2500余名柔性人才到喀什支援。二是“师带徒”
结对子，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通过示范讲
解，手把手“传帮带”，变“输血”模式为“造
血与输血并重”模式，提升当地人才科研管理水
平。三是加强当地干部人才的教育培训。聚焦组
工、公安、审计、人社、卫生、旅游等六大领域
培训党政骨干人才，以教育、医疗、旅游、媒
体、科技、农业等作为重点，培养培训骨干专业
技术人才。采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
合、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相结合，开展“送教上
门”、远程视频培训等方式，培训各类干部人才
2万余人次。

聚焦强基固本，坚定不移推进教育援疆
一是开展“业务托管式”组团援建。促成喀什

二中成为全疆9所“组团式”教育援疆试点学校之
一。以援疆教师为骨干成立组团教研联盟，在对口
四县开展巡回教学指导，教育组团覆盖27所学校，
有16名援疆教师担任校长或业务副校长。二是实施
名师送教工程。遴选65名齐鲁名师到喀什地区开展
送教、听课评课等活动，3000多名教师直接受益。
启动国家“万名教师支教计划”，选派200名山东
援疆教师到喀什开展为期两年的支教工作。三是实
施教育“百千万”工程。探索实施教育援疆“百千
万”工程 (即百校牵手、千生定向、万师援教工
程)。两地已结对学校228对，完成定向招生计划700
人，线上培训教师1 . 4万余人次。四是首创实施大
学生实习支教工程。2018年以来从山东高校选派4
批共1520名师范类大学生到喀什地区支教，范围涵
盖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每批次教授
近1200个班次、学生总数超过6万人次，有效缓解
了当地教师队伍不足问题。

聚焦增进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医疗援疆
一是实施“以院包科”“医联体”工程。以喀

什地区肺科医院、疏勒县人民医院为试点，采取以
院包科模式，从省内医疗机构选派专家和管理骨干
蹲点帮扶。推动对口四县人民医院分别与当地1所
中心乡镇卫生院组建“医联体”，开展托管式帮
扶。二是打造“互联网+”卫生平台。依托山东省
远程医疗中心，完善远程医疗会诊培训系统，实现
四县县医院与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实现互联互
通，每年开展远程医疗、培训、会诊500人次以
上。三是打造山东结核病防治平台。以地区肺科医
院为主体，组建山东(喀什)结核病防治中心及四县
分中心。从8家省部属医疗机构选派24名专家赴地
区肺科医院开展长期支医工作，逐步打造成南疆地
区肺部疾病诊疗中心。四是打造眼科诊疗技术培训
平台。成立“山东大学眼科中心喀什地区工作
站”，加大对四县医院眼科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聚焦民族团结，坚定不移深化两地交往交流
交融

一是深化“六个一批”结对帮扶。引导政府、
企事业单位、企业、学校、医疗机构、社会团体、
援疆干部人才及其所在单位等，与受援地单位和家
庭、个人等，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二是促进
交往交流交融。加大“鲁疆号”旅游包机、专列的
频次，实现游客互送6万人次。开展鲁疆青少年
“手拉手”、爱国宗教人士山东行等“文化走亲”
活动，1140名当地青少年、450名宗教人士到山
东，学习中华优秀传统和红色文化。三是打造国学
教育平台。在喀什大学建立国学院，在疏勒县八一
中学、疏勒县实验学校、英吉沙县实验高中等17所
中小学设立国学书院、国学课堂，在英吉沙县乌恰
乡22村、岳普湖县下巴扎镇6村等15个村开展国学
下乡活动。四是实施党建星光计划。以“产业促就
业、党建促融合”为主题，在5家山东援疆企业开
展创建党建示范基地试点，进一步提高企业加强党
建工作的积极性。2019年，山东省济宁市援疆指挥
部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

聚焦队伍建设，坚定不移锤炼忠诚担当援疆
铁军

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实行准军事化管
理，出台并严格执行“十严禁”“二十条”等23项
制度，加强纪律监督，加强项目资金监管，确保政
治安全、人身安全、资金安全、廉洁安全。开展经
常性警示教育，切实把廉政建设贯穿援疆工作全过
程。

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省委组织部作为援疆干
部人才之家，建立了“党建书屋”，发放了联系服
务卡，每逢节日予以关心慰问，选派4名心理医生
为喀什当地干部和援疆干部人才做好心理卫生服
务，让大家切身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成立历
史文化、体育健身等10多个兴趣小组，做到严格管
理、有情服务。

全体援疆干部人才凝心聚力、团结协作，坚持
“一盘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基层一线勇挑
重担，磨炼意志品质，增强党性修养，提升能力素
质，打造出一支忠诚担当、作风过硬的援疆铁军。

山东省第9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以来，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认真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援疆工作的部署要求，勇做援疆路上
的新时代泰山“挑山工”，勇挑重担、埋头苦干，忠
诚担当、拼搏奉献，3年来投入援疆资金40 . 99亿元，实

施项目296个。在助力喀什地区受援四县打赢打好脱贫
攻坚战的同时，突出“组团式、全链条、全过程”帮
扶，探索出了一条体现山东特色、符合受援地实际的
援疆之路，有力促进了当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
生改善、民族团结。

山东产业援疆、“组团式”教育援疆、劳动力就

业、“大仓东移”、大学生实习支教、结核病防治工
程、党建星光计划等创新做法，得到中央领导及鲁疆
党委政府充分肯定，被国家部委、自治区作为典型经
验予以推广；山东援疆指挥部荣获2019年全国脱贫攻
坚奖“组织创新奖”，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19个省
市援疆指挥部唯一获奖单位。

勇勇做做新新时时代代泰泰山山““挑挑山山工工””

推推动动山山东东援援疆疆工工作作走走在在前前列列

阿卜杜·艾尼

师傅手把手带教，我能独立手术了

阿卜杜·艾尼是疏勒县人民医院泌尿科医生。在
山东援疆医疗队帮助下，该院新建临床心理科、中医
康复科、神经外科、泌尿科等4个特色科室，实现关
节置换、颅脑手术、钬激光碎石等技术突破104项。

“在师傅的倾囊相助下，我的医疗水平不仅提高
了，科研能力也从无到有。”谈起“帮带教”的师
傅，泌尿科阿卜杜·艾尼非常开心，“之前都是师傅
手把手带教，现在我能独立完成输尿管镜钬激光碎
石、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肾切除等许多手
术，除了提高临床医疗水平，更重要的是观念思维的
转变。”

麦麦提江·吾布力塔力普

我们都喜欢上国学课

在英吉沙县实验中学国学书院，学生们都期盼着
上国学课。英吉沙县实验中学副校长孙致朋介绍，国
学书院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包括国学书屋、国学讲
堂、古乐坊、茶艺轩、博艺轩、精武堂、手工坊和射
艺广场8部分，是目前南疆地区功能最完善、占地面
积最大的国学书院。

“国学书院让我们对祖国的礼乐文化有了更真切
的认识，大家都很喜欢上各类国学课。”该校八年级
学生麦麦提江·吾布力塔力普说。

除了国学进校园，济宁援疆指挥部还把国学文化
送进村，在乌恰乡22村打造国学一条街，绘制了2400
平方米的国学文化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不耻下问”等国学经典内容图文并茂
地画在了墙上。“文化墙不仅美化了村里的环境，还
成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我们都很喜
欢。”22村村民买买提·衣明说。

齐妮罕·巴拉提

眼睛能看清了，以后日子更亮堂了

揭开蒙在眼睛上的纱布时，岳普湖县68岁的白内
障患者齐妮罕·巴拉提眼前一亮，饱受眼疾困扰多年
的齐妮罕紧紧握着山东大学眼科中心主任张晗教授的
手，激动得热泪盈眶。

山东省援疆指挥部把医疗卫生援疆工作作为一项
政治工程、民心工程和民生工程，确定将“光明行”
活动作为医疗惠民的重大举措。2017—2019年，每年
组织“山东省对口支援喀什地区光明行”活动，安排
山东医疗专家到喀什，为喀什地区贫困白内障患者实
施免费复明手术，让维吾尔族同胞们重见光明，恢复
健康。齐妮罕就是1500名受益者之一。

群众说“援疆”

①山东支援喀什的双层旅游巴士，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②内初班学生兴奋地交流日照市新营中学结对学生的来信和贝壳等小礼物
③喀什地区歌舞团赴山东慰问演出
④远程诊疗系统上连山东省各大医院下接各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均可参加会诊培训
⑤山东援建的英吉沙县萨罕小微产业园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6 专版 2020年1月9日 星期四

电话:(0531)85196701


	06-PDF 版面

